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2024-2025 学年高一语文下学期 3 月月

考试题（含解析）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

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②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

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

《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担心的感慨，这

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③“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

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

有限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

和他的妻子分别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旧为陆放

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④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

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

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

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

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

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

的感发。



⑤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

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特别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

层次是一般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其次个层次是能

深化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运用等各方面去观赏作品。

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说明可以不必是作者原来的意思，而

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⑥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

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伤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际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高校问的第一种境界！王

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就作者方面而言，宇宙间的物象和人世间的事象都可以是引起人们感动的重要因素。

B. 就读者方面而言，“兴”的作用是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只会产生与作者完全一样的感动。

C. 子贡从《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悟到做人的道理，是对原意的曲解和否定。

D. 读者只要“背离作者原意”去读诗，就能到达阅读的第三个层次，最能感悟到生命。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诗歌在创作和阅读时都重视“兴”的作用。

B. 文章论述“兴”的作用，用较大篇幅论证阅读诗歌时有限的形象能引起更多的联想。

C. 文章采纳对比的论证手法，以突出西方“读者反应论”和中国传统诗学之间的差异。

D. 文章举王国维对李璟和晏殊词另类解读的例子，有力地论证了“诗可以兴”，的观点。

3. 依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感动层次看，只有那些能激发读者更多联想和“兴”的感发的诗才是好诗。

B. 读者读诗感动层次越高，他们达到的鉴赏层次就越高，阅读鉴赏实力也越强。

C. 读者读诗感动要达到第三个层次，离不开对作品原意的理解和对形象的观赏。

D. 能否解读出一首诗的丰富含意，跟读者对生命的感悟实力的强弱有肯定关系。

【答案】1. A    2. C    3. A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文中信息的实力。解答此类题目，应先明确题干的提问方式，然后阅读选



项，到文中圈出相关的句子，再进行比对，设题的误区如下：因果关系不当、于文无据、以

偏概全、说法过于肯定化、变未然为已然等。

B项，“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只会产生与作者完全一样的感动”错，因为诗在使读者感动方面有

很多不同的层次，读者有的感动与读者不同。



C项，“是对原意的曲解和否定”错，子贡悟出做人的道理是一种新的生发，并没有否定情愿。

D项，对原文理解有误。“背离作者原意”针对的是“兴”的引发，并非指读诗要有意背离情

愿；并且表述变更了“背离作者原意”与感悟生命的条件关系。

故选 A。

【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的实力。解答此类题目，应先梳理文章的内容，

圈出每段的中心句，把握文章的观点、论据，留意分析文章的思路，中心论点和分论点的关

系，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关系，论证方法的类型，重点考核论点是否正确，论据证明的是什么

观点和论证的方法。本题中，C项，“对比论证”错，“突出差异”错。应当是类比论证。凸

显二者的相像性。

故选 C。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信息和辨析信息的实力。这类题目首先要速读题干，明确对象及要求，解

答时要整体理解文章的内容，精确把握作者的观点看法等内容，尤其是对选文中心句的理解，

要将题目材料信息带入选文比对理解，看看有没有偷换概念、范围缩小或扩大、混淆关系、

轻重范围失当、因果颠倒等问题。要辨明检索区间，确定对应语句，联系上下文体会。本题

中，A项，“只有那些能激发读者更多联想和“兴”的感发的诗才是好诗”说法肯定，那些不

能产生更多联想、只有一对一感动的诗歌也有很多好诗，如《钗头凤》等。

故选 A。

【点睛】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解答此类试题首要的就是整体阅读，把握中心论点

或论题，找出文中所用论据，分析论证方法，明辨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明辨中心

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更要明辨各个分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最终提炼整合。同时还要

留意论述类试题设题常见陷阱：答非所问、以偏概全、混淆时态、因果混乱、主次颠倒、混

淆是非、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曲解文意等等。对于试题选项内容肯定要在原文中找到对应

信息区间，然后再进行推断。

（二）好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依据教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预料有 834万人，相对 2017年的

795万、2024年的 820万毕业生而言，再创新高。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要充分发挥就业与

创业“双轮驱动”模式的优势，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创业历来不简洁，须要有才智，更要有志气。在少数创业胜利者的背后，是多数人怀揣

美妙的创业幻想折戟沉沙。失败的缘由也错综困难，有的因资金有限，有的因打算不足，有

的因团队合作不畅……高校生阅历匮乏、资源不足，要获得胜利更是难上加难。但在信息时

代，很多高校生富有创新精神，有对传统观念和传统行业挑战的信念与欲望，这种精神往往

造就了有益的动力源泉，成为胜利创业的精神基础。国家激励高校生创业，并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予以支持。例如，《关于做好 2025届全国一般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

指出，“推动双创升级，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在创新创业教化改革、创业实惠

政策、创业场地和资金扶持、创业指导与服务等方面，赐予高校生大力支持。

目前，虽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已遍及全国，很多有志青年步入创业大军，

但高校生创业胜利率低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我国高校生创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真

正实现高校生从入学到毕业、从毕业到创业，仍须要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理念和实践

支撑，须要更多的社会力气去思索、探究。因此，要想创业胜利，仅仅具有迎难而上的志气

是不够的。

（摘编自杨程《高校生创业仅有志气还不够》，《中国教化报》2024年 5月 8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24年高校生创业意愿调研报告》2024年 1月 29日）

材料三：

高校生如何基于专业开展硬核创业？投资人更看重什么？8月 21日，来自全国 100多所



高校的 160多名青年学生带着自己的创业疑问，来到 2024年全国高校生创业实训营创业大讲

堂，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



知名教化专家李家华认为，高校生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专业，“基于专业的硬核创业现

在已变成一种新的风口、趋势”。他说明，之前模式创业的风很大，强调高流量、低成本，

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通过免费、补贴等手段快速占据市场，但是这种模式创业有个最大的问

题，就是可复制。那什么才是不能复制的呢？就是技术。高校生恰恰拥有在专业领域进行深

耕的机会。高校生创业还有一个优势是团队。在高校组建团队，成本相对比较低，最重要的

是，更简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高校生创业也存在劣势。在李家华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校生创业胜利率低，仅为 1%。

客观缘由是从零到一的创业过程中充溢了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能够闯过重重关口实现持续

成长的从来都是少数，主观缘由则是创业的领导力迭代不够，也就是创业者的动机、认知和

学习适应实力没有跟上发展。他指出，创业胜利 90%都是创业者的缘由，创业失败 90%也是创

业者的缘由，“创业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创新领导力，有赖于创业者的领导力提升”。

如何提升领导力，李家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创业者要熬炼自己的思索实力，要有想法；

熬炼自己的表达实力，要有说法；熬炼自己的执行力，要有做法。

（摘编自谢宛霏《高校生硬核创业靠“专业”》，《中国青年报》2024年 9月 3日）

4.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针对 2024年严峻的就业形势，要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必需充分发挥就

业与创业“双轮驱动”模式的优势。

B. 高校生都是怀着美妙的幻想而创业，但只有少数创业胜利，而失败的缘由错综困难，其中

高校生阅历匮乏、资源不足是主要缘由。

C. 高校生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和传统行业，敢于创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创业政策，高校

生创业既有精神基础又有政策支持。

D. 以往通过免费、补贴等手段创业的模式存在可复制的问题，而如今利用专业优势的硬核创

业是当下高校生创业的新风口。

5.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材料二图表中，高校生最爱的创业领域前三名是电子商务类、食品类、教化培训类，而养

殖种植类、酒店服务类最不受欢迎。

B. 高校生创业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限制，假如创业者的动机、认知和学习适应实力跟不上，

即便没有创业风险，也很难胜利。

C. 高校生的创新精神为其创业供应了有益的动力源泉，创业者是创业成败的确定性因素，创

业者的创新领导力更是重中之重。



D. 创业者只要有意识地熬炼自己的思索实力、表达实力、执行力，就能成为有想法、有说法、

有做法的创业领导者。

6. 依据以上材料，请你为想要创业的高校生提三条合理化建议。

【答案】4. B    5. D    

6. ①高校生个人要对创业有清晰的相识，理性选择创业领域。②高校生要发挥自己专业的优

势，在专业领域深耕。③发挥团队优势，有效提升创业者的领导力。④充分利用国家激励高

校生创业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持。

【解析】

【4题详解】

本题考查理解并分析文中内容的实力。解答时既要整体理解文章的内容、作者观点看法等，

又要对文章的局部进行恰当的分析。在理解每个选项时，要细致分析选项内容与原文的差别。

留意选项删、改、添了哪些词，它们是否与原文意思一样。

B项，“其中高校生阅历匮乏、资源不足是主要缘由”错误，依据材料一其次段“失败的缘由

也错综困难，有的因资金有限，有的因打算不足，有的因团队合作不畅……高校生阅历匮乏、

资源不足，要获得胜利更是难上加难”可知，文中说了“高校生阅历匮乏、资源不足”，但

没说“是主要缘由”，故 B项曲解文意。

故选 B。

【5题详解】

本题考查对文章有关内容分析和概括实力。关于文章的内容留意找到选项对应的语段进行比

对，发觉其中的微小差别，看手法概括是否得当、分析是否合理、人物是否错位、时间地点

是否颠倒等。

D项，“创业者只要……就能成为有想法、有说法、有做法的创业领导者”错误，依据材料三

第三段“创业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创新领导力，有赖于创业者的领导力提升”和第四

段“如何提升领导力，李家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创业者要熬炼自己的思索实力，要有想法；

熬炼自己的表达实力，要有说法；熬炼自己的执行力，要有做法”可知，D项的“只要……

就……”说法太肯定。

故选 D。

【6题详解】



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实力。解答此题，要考生审准题干“为想要创业的高校生提

三条合理化建议”，考生应回来材料，逐一筛选原文的做法和合理化建议，并整合为条分缕

析的要点。

为想要创业的高校生提合理化建议，考生应当回来文本，在文本中筛选概括，且只须要答出

三条。依据材料一第三段“从毕业到创业，仍须要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理念和实践支

撑，须要更多的社会力气去思索、探究。因此，要想创业胜利，仅仅具有迎难而上的志气是

不够的”，可概括出合理化建议①。

依据材料三其次段“高校生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专业，‘基于专业的硬核创业现在已变成一

种新的风口、趋势’”“高校生恰恰拥有在专业领域进行深耕的机会”，可概括出合理化建

议②。

依据材料三其次段“高校生创业还有一个优势是团队。在高校组建团队，成本相对比较低，

最重要的是，更简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第三段“创业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创新领

导力，有赖于创业者的领导力提升”，可概括出合理化建议③。

依据材料一其次段“国家激励高校生创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例如，《关于做

好 2025届全国一般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通知》”可知，可概括出合理化建议④。

【点睛】解答筛选概括文中信息题要遵循三个步骤。①一个原则：忠于原文。简答题答案源

于文本，不行凭空去想。②两个观念：一是整体观念。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二

是联系观念。联系全文，联系主题。③三个步骤：第一步：速读文章，了解大意；其次步：

依据试题，精读文章；第三步：依据原文，结合题目，奇妙作答。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淑英和淑华在觉民的房里读英文，陈先生在旁边听婷们自己诵读。淑英在诵读的时候突

然听见她父亲克明的鞋底声，克明从窗下走过往外面去了，她心里陡然一惊，略略停了一下，

又接着读下去。但是克明的脚步声又渐渐地近了，明显他走到中途又转身回来。她一面读书

一面听那鞋底声，声音愈来愈近，克明的脚好像踏上了石阶，她惊讶地抬头看门外。

他就站在门口，板起脸向淑英叮嘱道：“二女，你跟我去，我有话说。”淑英胆怯

地答应了一声，马上拿起书跟着克明走出房去。克明引着淑英往他的书房走去，一路上

他不说一句话，这沉闷的等待使淑英心里特别难受，但是她没有志气来打破缄默，低着头在

阴暗的灯光下渐渐地移动脚步，心里盘算应对的言语。

的



克明在写字台前面那把有椅垫的藤椅上坐下，淑英就站在写字台旁边。克明突然正言厉

色地责斥道：“我说过不准你读英文，你尽然不听我的话，你年纪也不小了，还不学点规则，

现在虽说不比从前，然而男女原委有别，你老人公．平日很称羡我们高家的家风，假如他知

道你每天跟年轻男人在一起读什么英文，他就会看轻我，说我没有家教，说你失了大家闺范，

我万不能丢这个脸，从明天起假如再去，我就不要你做我的女儿。" “陈先生教我读书，这也

是寻常的事情，还有三妹在一起“ "淑英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克明不等淑英说完话，突然把手在桌上一拍，愤怒地喝道：“我问你原委听不听我的

话？”

随后高声叮嘱仆从道：“去把大少爷马上请来。

觉新走进克明的书房，尊敬地站在克明的面前。克明微微点一点头，正言厉色地说：“我

叮嘱你，我不准二女再跟陈先生读英文。你去说一声，请他以后不要理二女，他的束修我按

月照数送给他。”觉新尊敬地应了一声：“是”。“大哥，你不要去对陈先生说，人家也要

面子。”淑英突然抬起头哽咽地央求道。

“你还要袒护他。你连我也反对起来了。”克明气得脸色大变，喘吁吁地指着淑英骂道。

“大哥……"淑英突然哭着唤道，也不说什么便掉转身子急急地走出房去了。

克明又对觉新说道：“二女下定的日期我已经看好了，冬月初十，是个好日子，陈家要

明年春天接人，我也答应了。"

觉新回到自己的房间，发觉众人还在那里等他，他们恳切地问起淑英的消息，觉新把他

所知道的一切完全告知了他们。

“那么我们应当动手了，就用觉慧离家的方法。"觉民坚决地说。“是的，再不能迟疑

了。”琴会意地点头答道。

两天后，琴便邀淑英到她的家里去玩。琴把他们制定的支配具体地对淑英说了。这份离

家支配把潜藏在淑英心里的阴云完全驱散了，给她种植了一个坚毅的信念。

回到家后，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淑英走进克明的书房，给克明请了一个安。克明埋着头

正在读《春秋左传》，他抬起脸瞪了她一眼，冷冷地责斥道：“你去看看现在几点钟了？你

记不记得你将来要做陈家的媳妇？陈家是最讲究规则的，你应当当心，下次你出门去再这样

晚回来，我就叮嘱你妈，不给你进屋，听见没有？”淑英并不分辩，只是静静地听着，她走

出房门抬起头来，两眼充溢了泪水，她再也限制不住，就让泪珠一颗接连一颗地流下她的脸

颊，她并没有悲伤，她有的只是生气。

“二哥，我再住不下去了，我一天也住不下去了。”淑英走进觉民的房间。



“我想好了，后天早晨就支配你走。”觉民说道。

淑英沉吟一下，过后毅然答道：“后天早晨，我记得。”她抬起头英勇地望着觉民微微

一笑。她的眼睛里还有泪珠在发亮。



其次年的春天最终来了，大地渐渐地变了颜色。春天带来的是生命，是快乐，是花香，

是鸟鸣，是暖和，是新绿，以及别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一天午后，琴在家里接到淑英从上海寄来的信：……春天又来了。可是只有在这一个春

天我才真正觉得快乐，我现在是自由的了，连眼前的景物也变了一种样子，我想起从前的一

切仿佛在做梦一般，姐姐，我真兴奋，我想告知你：春天是我们的……读完信，抬起头来，

两手托着腮痴痴地望着窗外，窗外一片阳光，一群蜜蜂在盛开的桃花四周飘舞，一阵风轻轻

吹过，几片花瓣随着风飘落下来，一只小鸟从树枝上飞走了。鸟在飞，花在飞，蜜蜂在飞，

琴的思想也跟着飞起来，这思想飞得远远的，飞到了上海，飞到了淑英的身边。“春天是我

们的。”琴亲切地低声念着，她突然微微地笑了。

（有删改）

注：①老人公，川渝一带的方言，指女性的公公。②下定：旧式婚姻定婚时男方给女方

聘礼。

7.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A. 小说开头反复提到“鞋底声"这一细微环节，营造了惊慌的氛围，表现了淑英对克明的畏惧，

又透露出克明对淑英的不满。

B. 小说表现了淑英由胆怯 、生气到坚决、欣喜 情感变更，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一位少女与

封建家庭决裂时的心路历程。

C. 克明严厉斥责淑英，根本缘由是淑英不听自己劝阻，执意跟陈先生读英文，致使人们对淑

英说三道四，有辱高家的家风。

D. 小说结尾处运用蜜蜂、花瓣、小鸟等意象，描绘了一幅生气勃勃、自由欢快的春景图，烘

托人物心情，深化了文章主旨。

8. 本文是长篇小说《春》的节选，请结合文本分析“春"的多重含义。

9. 小说没有交代淑英逃离家庭的具体过程，这样处理有怎样的艺术效果？请结合文本分析。

【答案】7. C    8. ①自然的春天。这样的春天鸟鸣花香，充溢朝气。②淑英的“春天”。

她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获得了快乐和自由。③追求进步的青年人的“春天”。一代青年

人对自由、快乐、美妙的人生充溢希望。    

9. ①使行文更简洁。前面已经交代了采纳觉慧离家的方法，不必赘述。②使情节更紧凑集中。

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叙述交代。③突出主题。省略掉逃离家庭的过程，集中描写离家前和离

家后的画面，二者形成显明的对比，更能凸显主题。④留下了更多想象回味的空间。采纳蒙

太奇式手法，有意制造“留白”，给读者留下更多的审美想象。

的



【解析】

【7题详解】

本题考查的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实力，这是考生必需驾驭的基本实力。

鉴赏分析时，须要学生理解文本内容、主题，驾驭肯定的艺术技巧，留意价值推断和审美体

验，感受形象，品尝语言，领悟内涵，分析艺术表现力，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

界，探究作品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题干要求选出“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

的分析鉴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C项，“根本缘由”理解错误。联系原文看，根本缘由是克明要维护封建秩序。另外“人们对

淑英说三道四，有辱高家的家风”也不是事实。故选 C。

【8题详解】

本题考查小说标题的含义及其艺术特色。题干要求结合文本分析“春"的多重含义，答题时首

先要弄清晰“春”的原意，然后结合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文章主旨和表现手法等分析它的

语境义或深层含义，整理作答。“春”，本意是春天，从倒数两段看，“其次年的春天最终

来了，大地渐渐地变了颜色。春天带来的是生命，是快乐，是花香，是鸟鸣，是暖和，是新

绿，以及别的很多很多的东西”“窗外一片阳光，一群蜜蜂在盛开的桃花四周飘舞，一阵风

轻轻吹过，几片花瓣随着风飘落下来，一只小鸟从树枝上飞走了。鸟在飞，花在飞，蜜蜂在

飞”，这是自然的春天，这样的春天鸟鸣花香，充溢朝气。从“琴在家里接到淑英从上海寄

来的信：……春天又来了。可是只有在这一个春天我才真正觉得快乐，我现在是自由的了，

连眼前的景物也变了一种样子，我想起从前的一切仿佛在做梦一般，姐姐，我真兴奋，我想

告知你：春天是我们的……”看，“春”是淑英的“春天”，是她人生的春天。她摆脱了封

建家庭的束缚，获得了快乐和自由。从“‘春天是我们的。’琴亲切地低声念着，她突然微

微地笑了”看，这个“春”不是某一个人的“春”，是追求进步的青年人的“春天”，寓意

着一代青年人对自由、快乐、美妙的人生充溢希望。

【9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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